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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太空，神舟接力出征，生动诠释“飞

天二十载，所向皆星河”；

在地球深部，钻机奋力掘进，“深地一号”刷

新亚洲陆上最深井纪录；

在蔚蓝大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命名交付，

造船业“三大明珠”成功摘取；

回首 2023，一项项来之不易的成绩，刻录着

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各行各业的奋斗足迹。

对实体经济来说，2023 年是风险与挑战并

存的一年。总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

难。越是面临挑战，越能凸显坚守者的韧劲与

顽强：“逆势而上、破浪前行”——许多企业抱团

取暖、扬帆出海，开辟新市场、挖掘新空间；“人

有我优、人优我新”——广大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用技术创新提升竞争力、锻造新优势；“精益

管理、渡过难关”——还有不少企业深化内部改

革，创新体制机制，向管理要效益。年终盘点，

制造业投资稳步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投

资保持两位数增长，让中国制造实力更强、后劲

更足。

来之不易的成绩，彰显了中国企业的韧性，

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优势。

一艘大型邮轮，涉及 2500 多万个零件，中

央企业牵头领军，汇聚 4000 多家供应商携手打

造；一架 C919 大型客机，22 个省份、200 多家企

业、几代航空人接续攻关；一列复兴号动车组，4
万多个零部件，20 余个省份的 2100 余家配套企

业协同供给……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

势，助力实体经济稳步向前。

十四年磨一剑，G50 重型燃气轮机打破“卡

脖子”技术，成功投入商用；从跟跑到领跑，中国

企 业 成 功 轧 制 世 界 最 薄 电 工 钢 领 域 的“ 手 撕

钢”；突破再突破，我国首款商用可重构 5G 射频

收发芯片“破风 8676”成功问世……科研尖兵潜

心钻研，广大企业家坚守实业，大量高素质劳动

者团结奋斗，让产业升级底气更足、动力更强。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

源。新征程上，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开拓奋进，就

一定能推动实体经济更加枝繁叶茂，一定能为中

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加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

实业，加油。让我们激扬精气神，奋楫再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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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 30 分 从 上 海 出 发 ，20 时 33 分 抵 达 厦

门，1044 公里，沿途气温零下 2 摄氏度至 12 摄

氏度……12 月 17 日，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李斌测试蔚来“150 度电池包”并

全程网上直播，完成 1000 公里续航挑战。

12 月 18 日，蔚来汽车发布消息——继今年

7月获得 11亿美元战略投资后，一家国际投资机

构将再向蔚来进行约 22亿美元战略投资。

5天后，李斌代表蔚来发布百万元级别纯电

旗舰行政轿车 ET9。中央计算平台、全球首个全

域操作系统、900伏高压碳化硅平台、7重冗余安

全标准，底盘、电气、智能、安全等领域均有突破。

忙碌，几乎是李斌一年工作生活的常态。

对蔚来汽车这家“造车新势力”企业而言，2023
年的收获有许多。数据显示，2023 年，在国内

成交价 30 万元以上纯电乘用车市场，蔚来获得

了 40%以上的市场份额。三季度财报显示，蔚

来营收同比增长 46.6%，创历史新高；整车毛利

率 11%，环比大幅提升。

“面对新能源汽车行业产品降价的压力，我

们采取了加速产能爬坡、提升销售服务能力、全

系 调 整 售 价 等 措 施 ，下 半 年 锁 单 数 量 持 续 增

长。”李斌告诉记者，2023 年，蔚来在关键技术

全栈自研、多品牌战略推进、充换电设施建设与

共享、海外市场布局、组织与业务优化、取得独

立造车资质以及引入战略投资等方面，取得不

少积极进展。

——12 项核心技术全栈自研成果落地，业

内第一颗自研激光雷达主控芯片、车规级智能

驾驶芯片、超过 20000 转的油冷电机等自研技

术加速量产。一年多来，蔚来每季度研发投入

约 30 亿元，在营收中的占比超过 20%。目前，

蔚来申请的全球专利已超过 7700 项。

——充换电设施建设与共享加速。截至 12
月 19 日 ，蔚 来 共 建 成 换 电 站 2289 座 、充 电 站

3351 座。“力争油车能去的地方电动车都能去。

如今，这个目标在国内已经基本实现。”李斌说。

——海外市场稳健布局。12 月 18 日，位于

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蔚来换电站上线运营，这是

蔚来在荷兰的第九座换电站，也是蔚来在欧洲

建成的第三十三座换电站。目前，蔚来的产品

与全体系服务已在德国、荷兰、瑞典、丹麦、挪威

等国落地。

“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跃居世

界第一，证明智能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产业引

领全球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李斌表示，下一步，

在强化品牌定位、提升销售和服务能力并对关

键核心技术进行长期投入的同时，蔚来将持续

提高执行效率和体系化能力，“不断巩固中国车

企的全球市场地位。”

新能源汽车企业负责人李斌——

提升车企能力 巩固优势地位
本报记者 王 政

13908亿斤！今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的消息

一传来，国机集团中国一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薛

志飞很是兴奋，“这里面也有我的小小一份力。”

可不，薛志飞的前半生，一直与拖拉机打交

道。大学时，学拖拉机专业，一毕业，就进入国

机集团中国一拖技术中心工作。如今，年过五

旬，薛志飞依然奋战在拖拉机研发一线。

2023 年秋天，薛志飞牵头研发的 HB2204
混合动力拖拉机正式投入市场。产品关键技术

及零部件自主化率超过 90%，相比传统拖拉机

可节省燃油 10%，一机即可完成深耕、深松、联

合整地、运输等多种田间作业。这是我国首台

混合动力拖拉机，标志着我国绿色农机产品迈

上新台阶。产品一上市，便收获不少订单。

2021 年，为振兴农机装备，持续擦亮“东方

红”品牌，国机集团决定开发混合动力拖拉机。

对研发团队来说，这是个难度不小的任务：业内

没有先例，跨国公司很少涉及。新能源汽车的

经 验 也 难 以 复 制 ，同 样 的 电 池 ，乘 用 车 能 跑

1000 公里，拖拉机最多只能作业半小时。

压力之下，薛志飞没有退缩。研发新能源

混合动力智能农机产品，符合我国农机现代化、

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战略；开发大马力新能源混

合动力拖拉机，满足国际竞争需要……这些，都

激励着薛志飞坚定向前。

“这事必须干，还得干好。”薛志飞带领团队

开始了探索。2021年 4月完成产品设计；2022年

6月完成整机试制，9月完成整机性能试验；2023
年 5月完成整机可靠性试验，10月正式上市。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就拿散热系统来说，为了找到最佳设计参

数，研发团队花费了 1 年半时间，先后进行了仿

真模拟、关键部件性能测试、动态试验和整机测

试等上千次试验。

“这是一套复杂的系统，每改动 1 个参数，

都可能引发数十个参数的变动。”薛志飞告诉记

者，通过锲而不舍的修整、改进，最终系统满足

了高温环境下电驱动系统的散热需求。

回看 2023，薛志飞收获满满。展望 2024，研

发创新不会止步：为 HB2204混合动力拖拉机配

备智能驾驶系统，实现无人驾驶；对重要零部件

进行优化提升，提高作业效率、降低燃油消耗；

为开发更大马力混合动力拖拉机做准备……

“惟有勤勉努力，方能不负时代。我们仍将持续

攻关，力争突破更多核心技术，在中国制造的巨

大舞台上发光发热。”在薛志飞的眼里，前方，依

然有许许多多的科研高峰在等着他去攀登。

机械工程师薛志飞——

研发农机装备 攀登创新高峰
本报记者 李心萍

隆 冬 已 至 ，西 北 边 陲 白 雪 茫 茫 。 天 山 脚

下 ，一 条 长 达 22 公 里 的 超 级 隧 道 建 设 正 酣 。

它，是目前世界在建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新疆乌尉高速天山胜利隧道，也是中国交建乌

尉土建第五标段项目部经理王贺起奋斗 3 年

的“战场”。

“22公里看似不长，实则挑战巨大。”干了 20
年工程，41 岁的王贺起还没经历过如此高难度

的工程——不仅突破了高速公路隧道长度纪

录，还要穿越 16个地质断裂带，施工平均海拔达

3000 米，温度常年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为缩

短工期，团队提出“三洞+四竖井”的施工方案，

左右主洞采用钻爆法，中导洞使用掘进机掘进，

实现“长隧短打”。

一路闯关，顺利通过 14 条断层带后，建设

者们在今年 8 月遭遇了“惊险一刻”。“一天，中

导洞掘进机掘进到快 9 公里的位置时，突然发

现 原 本 能 提 供 支 撑 的 坚 硬 岩 壁 碎 成 了‘ 豆 腐

渣’，掘进机一时没了着力点，无奈停在原地。”

王贺起说。

没有退路可言。第一时间成立项目专班，

设计单位现场测算，外部专家远程指导，加固单

位及时实施。“通过泄水预处理、绕道超前加固

等举措，掘进机有序穿越了蚀变带。”王贺起兴

奋道，赶走这只“拦路虎”，隧道贯通就近了一大

步。眼下，纵深 706 米的世界最深高速公路竖

井——隧道 2 号竖井正向最后几十米冲刺，预

计 2024 年元旦前，2 号竖井 2—2 井身将贯通。

天山胜利隧道贯通，意味着什么？“过去翻

越天山，要在冰川剥蚀地貌上经过大量急弯陡

坡，时间长，也危险。隧道打通后，穿越天山南

北仅需 20 分钟，乌鲁木齐市至尉犁县的通行时

间也将从 7 小时缩短到 3 小时。”王贺起说。

2023年，中导洞新增掘进里程 1830米，竖井

新增推进 500 米，服务隧道已完工近 80%，两边

主洞工程过半……“2024年是项目决战之年，预

计 6月中导洞将打通，到年底隧道基本贯通。”在

王贺起看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推进为

中国建设者施展拳脚创造了巨大空间，“我们要

加倍努力，让更多重大工程从图纸变为现实。”

工程建设者王贺起——

打通天山隧道 让天堑变通途
本报记者 韩 鑫

“获得银牌的是，来自海南代表团的胡新

慧、汪丽！”9 月 19 日晚，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

赛颁奖仪式在天津隆重举行。听到自己名字

后，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高级讲师胡新慧如

释重负：“总算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

从今年 3 月初到 9 月中旬，半年多时间，胡

新慧和搭档汪丽一天也没休息。从早上 8 点到

晚 上 11 点 ，哪 怕 坐 车 上 班 、午 休 吃 饭 都 在 备

赛。回到驻地，连奖牌都没摘，胡新慧赶紧补了

一觉，“很久没睡这么踏实了。”

胡新慧参加的比赛，是今年首次登上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舞台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赛

项 ，比 赛 内 容 是 给 生 产 线 装 上“ 网 络 智 慧 大

脑”。此前，胡新慧比较懂硬件，但对网络通信、

编程开发等几乎一窍不通。为弥补知识盲区，

他查资料、上网课，每天自学 3 小时。

光 有 书 本 知 识 还 不 够 ，胡新慧在 实 践 中

仍 然 经 常 碰 壁 。 一 回 ，他 在 测 试 智 能 视 觉 系

统 时 ，摄 像 头 总 是 无 法 识 别 产 品 上 的 瑕 疵 。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后 ，胡新慧干 脆 找 到 一 家 专 门

制造自动化产线的公司蹲点学习。“要么是摄

像头曝光度有问题，要么是判断方案有问题，

要么是后台程序有问题。”站在产线旁，企业

工程师逐一解析，为他解开了谜团。

“实践越深入，问题就越多。带着问题继续

实践，答案也就越多。”坚持做中学、学中做，胡

新慧的技术“拼图”一点点补齐。

屡破难关、身经百战，也给了他沉着应对大

赛的底气。此次大赛高度还原企业生产实际，

要求选手搭建并运转一条微缩版药品智能产

线。在运用智能视觉检测时，一个“意外”却让

很多选手“卡了壳”。“系统多次将合格的药瓶瓶

盖误判为‘不合格’，经过反复排查，我们的硬件

和方案都没问题，问题只可能出在程序上。”面

对复杂情况，胡新慧从上千行程序代码中快速

锁定 50 行关键代码，仅用不到 20 分钟就完成了

重新编程，快人一步排除故障。

参赛有收获，更有启发。“通过比赛中碰到

的各种问题，我发现自己仍需加强实践。比如，

比赛中的药品产线有 5 个工作站，每一个的可

编程控制器都不相同。如果不能紧跟技术创新

和产业变革的步伐，今后将难以满足企业实际

需要。”胡新慧说。

近年来，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

新职业人才需求日益增长，也给胡新慧带来了

新课题、新机遇。“通过企业调研，我们发现既

懂产线设备又懂软件开发的复合型人才缺口

较大，发展前景广阔。”展望 2024，胡新慧期待

着，可以通过申请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发

工学一体化教材等方式，让学生对新技术、新

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和更丰富的体验，为新产

业发展培育更多合格人才。

技工院校教师胡新慧——

培育技能人才 助力产业焕新
本报记者 邱超奕

■深度观察R

图①：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

加工厂”——“海洋石油 122”浮式生

产储卸油装置正在安装。牛天军摄

图②：新型国产大型民用直升机

AC313A 正在进行高原试飞。

张 翼摄

图③：全球首台 16 兆瓦大容量海

上风电机组在福建北部海域安装完

成。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图④：“深海一号”能源站远景。

中国海油供图

图⑤：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

都号”出坞。 陆佳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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